
「見到第一眼，我就認定她
是我的媽媽」浙江一對分離23

年的母女，近日終於重逢。母親周雪彩25
年前和丈夫離婚，女兒陳希希判歸其父，
周雪彩則再嫁。聽說孩子被父親送給別人
收養。周雪彩多年來瞞現任丈夫尋找女
兒，在眾多好心人的幫助下，終於輾轉打
聽到女兒曾生活在當地一座尼姑庵，並於
近日與現年27歲的女兒重逢。

渴望母愛 至今仍為黑戶
「每年都會去幾次，由於地址不詳，找

了很多地方都沒有結果。」周雪彩說，多
年來，每當她想起女兒，就忍不住淚濕枕
巾。周雪彩不敢將尋找女兒的事告訴現任
丈夫，她經常一大早偷偷坐車去台州打聽
女兒的下落，再趕末班車回家，對丈夫就
說「下班晚了」。

「我很渴
望母愛，遇
到不開心的
事，多想有
媽媽可以傾
訴，遇到困
難，多想有
媽媽幫我出
主意。」丹
丹說，她小
時候離開父
親家後，去過三個地方，每到一個地方她
都哭鬧要離開，直到8歲那年被送到一座
尼姑庵，生活了近10年。
令周雪彩想不到的是，今年27歲的女兒

至今仍是「黑戶」。女兒陳希希說，辦好
戶口後，她還會回到湖北的婆婆家，但是
會經常來樂清看望媽媽。 ■《今日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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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途人為偷鴨的低劣行為拍下圖片，可
見有遊客不單要和「大鴨梨」合影，還

乘夜色將「鴨梨」上的小黃鴨拔下帶走。

展方呼籲保有公德心
媒體獲悉，這個「大鴨梨」本是該廣場內
一家店舖做的宣傳造勢活動。15,000隻小黃
鴨吸附在「鴨梨」表面，形成一個獨特的作
品。這個「鴨梨」上周三(5月28日)出現在廣
場前的空地上，媒體記者昨日在現場看到，
鴨梨底部的小黃鴨已所剩無幾，光禿禿一片
十分煞風景，僅僅留下大量吸盤，靠近頂部
的則暫時得以倖免。
一位路過的市民憤慨地說，小黃鴨是被人
為拔掉的，他同時拿出手機，翻出其早先拍
攝的照片，在照片中，鴨梨上被密密麻麻的
小黃鴨所覆蓋。同時網上大量照片顯示，不
少人乘機將覆蓋在大鴨梨上的黃鴨拔下，並
裝進自己口袋。但現場巡視的保安有不同看
法，據他說，不排除有人拿掉小黃鴨，但部
分鴨子是被風吹掉的。
大鴨梨作品的展方BDUCK中國官方微博

呼籲「救救大鴨梨」——雖然大家都很愛小
黃鴨，但還請手下留情，保有公德心。
「偷小鴨」事件反映部分民眾的貪婪和缺
乏公德，可說是一次品德的悲劇。網友「恒
沙一粒」表示：「不用討論是外地人還是本
地人，拔小黃鴨的爸爸媽媽，你們給孩子做
了啥榜樣？」有網友則表示：「對於這種行
為我只想說，這隻鴨梨是在哪展覽的，我怎
麼不知道？」

繼早前山東民眾哄搶祈福煎餅，以

及常見於報端的圍觀者掠奪車禍散亂

貨物事件，部分內地人的品德再次受

到質疑。在上海徐家匯某廣場展出、

由15,000隻小黃鴨組成的「大鴨梨

(諧音為壓力)」慘遭「剝皮」，短短

幾日已有近半小黃鴨被拔下帶走，僅

留下大量吸盤，恰如袒露在烈日下的

毛管。 ■新民網

大鴨梨

左右兩幅圖中的熊貓到底有何不同？左圖為上
海昨日展出100隻由毛竹的邊角料製作而成的熊
貓。右圖為台灣早前的紙熊貓快閃。無論造型或
展覽概念都幾乎一樣，真的很巧合呢。 新華社

■近半小黃鴨被拔
走，「大鴨梨」光
禿禿一片。 中新社

■不少人乘夜
偷偷摘走小
鴨，收入囊
中。網上圖片

■香港歌手謝
安琪曾出席
「大鴨梨」的
開幕活動。當
時「大鴨梨」
還完好無缺。

網上圖片

■幼兒園義賣活動現場。 網上圖片

四川瀘州市某幼兒園日前舉行慶祝
兒童節，並舉行義賣活動為山區貧困
學校籌款。小朋友義賣其手工玩具、

在幼兒園親手種植的蔬菜、飼養的小雞小
鴨等。其中有家長以800元一隻雞和16000
元一隻鵝的「天價」購得美孩子的義賣
品。有網友批評：「家長拿出超過實物近
100倍的價格進行拍賣，名義是捐助、實則
是炫富。」
家長們購買後並沒把「戰利品」帶走，

而是放歸「小農場」，其主要目的還是根
據自身經濟能力奉獻愛心。
學生家長與學校負責人面對媒體訪問，

都一致表示不怕網上出現不同的言論。幼
兒園負責人表示，每個人看待事情的角度

不同，歡迎社會監督指導。家人則大讚校
方安排，「家長們都是根據自己的能力自
願義買，只能說學校組織得好」。

■四川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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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希希和媽媽周雪彩合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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